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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原地区成人健康体检人群中幽门螺杆菌

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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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云南高原地区成人健康体检人群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为现阶段幽门螺杆菌感染提供

防治依据%方法
!

应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收集
1%$'

年
$

月至
1%$2

年
1

月成人健康体检资料完整人群资料!该资料包括采用全

国统一问卷调查和$'

@.

尿素呼气试验检测幽门螺杆菌结果%问卷内容有基本情况&社会经济状况&个人及家庭健康状况情况"包

括是否患消化疾病或症状$&饮食习惯等%结果
!

共纳入符合条件研究对象
$)/%

例!幽门螺杆菌总感染率为
''&2G

!男&女幽门

螺杆菌感染率分别是
''&1G

&

'0&2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年龄高峰段
0%

"

0(

岁!为
')&-G

!但各

年龄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单因素分析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民族&常住地&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共同生活

成员数量无相关性#与个体或家人有无消化系统疾病或症状无相关性#有无饭前洗手与便后洗手&工作生活与学习压力&主要使用

的厕所类型&作息时间&共用餐具&饮食习惯&刷牙频率&饮用水来源对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影响#有无吸烟&经常接触动物也无影响#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社会经济状况&日常交通工具及饮酒有显著相关性%多因素非条件
J"

U

#+P#D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幽门螺杆菌感

染与家庭人均月收入呈负相关!其
5S

值为
%&/0/

"

5S(2GC(%&-2(

"

%&(0(

$%结论
!

云南高原地区成人健康体检人群中幽门

螺杆菌总感染率低于我国人群自然感染率!应重点关注中年人群和低经济收入人群%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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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以下
0

种上消化道疾病相关!慢性胃 炎*消化性溃疡病*胃癌及胃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淋巴瘤

%2(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多中心研究项目$

1%$%%'

&)

!

作者简介!贾德梅$

$(-0F

&#主治医师#硕

士#主要从事健康管理研究)

!

#

!

通信作者#

\.HM#I

!

3ĉ[XM,

UZ

#M,

U!

$)'&D"H

)



$

5?J3

淋巴瘤&)幽门螺杆菌被世界卫生组织$

]=A

&明确

为
%

类人致癌原'

$

(

)近年来深入研究还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

还可能与一些上消化道以外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相关'

1.'

(

#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的威

胁)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近年开展,全国幽门螺杆菌感

染筛查多中心研究项目-调查)高原地区昆明作为多中心之一

参与了这一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主要探讨云南高原地区成

人健康体检人群中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为现阶

段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提供防治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中部#海拔约
$(%%H

)

采用整群抽样调查方法#于
1%$'

年
$

月至
1%$2

年
1

月进行抽

样#昆明市某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人群

$餐饮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个体工商户*企业白

领*离退休人员等&行$'

@.

尿素呼气试验$

$'

@.aC3

&检测幽门螺

杆菌感染且资料完整者#如反复检测者选取最近一次检测结

果)受检人群行$'

@.aC3

检测前已去除
1

周内服用抗生素*质

子泵抑制剂*铋剂等药物及较重器质性病变者或其他不适人

群)本研究均获得调查者的知情同意)本研究
$/)%

例对象

年龄
1$

"

/2

岁#其中男
$'%)

例$

-%&1G

&#平均年龄$

0/&')E

$%&-'

&岁#女
220

例$

1(&/G

&#平均年龄$

00&0/E$%&()

&岁)

男女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2)

&)以
$%

岁为一个年

龄段分段共分为
)

个年龄段#

1$

"

1(

岁
$$-

例$

)&'G

&#

'%

"

'(

岁
''$

例$

$-&/G

&#

0%

"

0(

岁
2(0

例$

'$&(G

&#

2%

"

2(

岁

2/(

例$

'$&-G

&#

)%

岁及以上
11(

例$

$1&'G

&)按民族分类#

汉族
$2'-

例$

/1&)G

&*少数民族$含白族*傣族*回族*拉祜族

等&

'1'

例$

$-&0G

&)常住地为城市市区
$)'/

例$

//&$G

&#城

乡结合部"小城镇
$/(

例$

$%&1G

&#农村
''

例$

$&/G

&)从事

职业为餐饮业工作者
$-

例 $

%&(G

&#医务工作者
-(

例

$

0&1G

&#教育工作者
))

例$

'&2G

&#个体工商户
$'2

例

$

-&'G

&#离退休
(1

例$

0&(G

&#公务员
)%/

例$

'1&-G

&#企业

白领
'/0

例$

1%&)G

&#其他
0-(

例$

12&/G

&)受教育程度为初

中及以下
$0'

例$

-&-G

&#高中或中专
1%/

例$

$$&1G

&#本科或

大专
$$10

例$

)%&0G

&#研究生
'/2

例$

1%&-G

&)家庭$经济&

人均月收入小于
$%%%

元
2'

例$

1&/G

&#

$%%%

"

$(((

元
1(0

例$

$2&/G

&#

'%%%

"

0(((

元
21/

例$

1/&0G

&#

2%%%

元及以上

(/2

例$

2'G

&)婚姻状况为未婚
/-

例$

0&-G

&*已婚
$-2%

例

$

(0&$G

&*离异
$$

例$

%&)G

&*丧偶
$1

例$

%&)G

&)一起生活

人数为独居
)/

例$

'&-G

&#

1

"

'

人
$'22

例$

-1&/G

&#

0

"

2

人

')%

例$

$(&0G

&#

2

人以上
--

例$

0&$G

&)

>&?

!

方法
!

$

$

&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

多中心研究统一问卷调查#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填写#并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社会经济状况*个

人及家庭健康状况情况$包括是否患消化疾病或症状&*个人生

活饮食习惯等四部分#涵盖了可能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流行相关

因素的多个问题#由专人指导填写)$

1

&

$'

@.aC3

方法!试验均

严格按照检测仪和药盒相关说明进行)

$'

@.aC3

采用中国广东

华友明康光电有限公司生产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仪
= .̀

:B\[C

-和$'

@.aC3

药盒#最后测定结果
.

以上的值$

!OIPM"WON

>M+OI#,O

#

4AC

&值大于或等于
0&%

为阳性#小于
0&%

为阴性)

如检测结果阳性则判断目前幽门螺杆菌感染为阳性#如检测结

果阴性则判断目前幽门螺杆菌感染为阴性)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8<<$-&%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

%

&和百分率$

G

&表示#比较采用
!

1 检验或

7#+QON

确切概率法评估#计量资料以
-E@

表示#比较资料采用

:

检验#筛选出有意义的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非条件
J"

U

#+P#D

回归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一般情况关系
!

在
$/)%

例检测者

中#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者
)10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
''&2G

#

男*女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分别是
''&1G

*

'0&2G

#男女之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K%&'%2

#

!K%&2/$

&)不同年龄段的健康

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以
0%

"

0(

岁最高#为
')&-G

#其

余年龄段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波动于
'$&$G

"

'1&/G

#无随年龄

变化趋势#各年龄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汉族与

少数民族$含白族*傣族*回族*拉祜族等&#不同常住地$城市市

区*城乡结合部"小城镇*农村&#不同学历#不同婚姻状况#不同

家庭共同生活人数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从事职业中以餐饮业最高为
21&(G

#但各职业类

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经济状况以家庭$经济&人

均月收入
2%%%

元及以上感染率为最低$

'%&0G

&#总体上经济

收入越高#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越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1

K

$%&'2$

#

!K%&%$)

&)见表
$

)

?&?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生活情况和习惯关系
!

幽门螺杆

菌感染率与工作生活或学习压力*近
$

年作息是否规律*饭前

是否有洗手习惯*便后是否有洗手习惯*主要使用的厕所类型*

是否分餐*每天吃饭的顿数及时间是否规律*刷牙情况*饮用水

源*吸烟情况*是否密切接触动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无明显相

关性$

!

%

%&%2

&)日常交通工具情况分为步行或骑车$自行

车*电动车*摩托车&为主*乘车$公交车*班车*地铁*出租车&为

主*自驾车为主*混合型
0

个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K

$%&)'0

#

!K%&%$0

&)其中采用混合型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最

低为
1)&)G

#步行或骑车$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为主的幽

门螺杆菌感染率最高为
'-&1G

)饮酒情况分为从不饮酒*偶

尔饮酒*平均每天
2%

U

以下*平均每天
2%

"

$2%

U

*平均每天

$2%

U

以上
2

个层次#分析结果总体趋势显示饮酒者日饮酒量

越大#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反而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K

$%&/%/

#

!K%&%1(

&)见表
1

)

?&@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本人及家人既往或现有消化疾病或症

状关系
!

$/)%

例调查对象本人和$或&家人中曾有消化道疾病

$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部肿瘤*反流性食道炎&

诊断者
)()

例$

'-&0G

&#其总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
'1&)G

#而

无消化道疾病者为
'0&$G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在这
2

种疾病因素分析中#根据上消化道疾病诊断是

否有和具体是谁有#各个疾病项目下又细分为无*本人有*家人

有及均有
0

种情况做统计分析#结果各消化道疾病之间及各消

化道疾病的
0

种情况之间#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差异$

!

%

%&%2

&)共有
)/'

例$

')&-G

&调查对象本人和$或&

家人既往病史中有胃痛腹胀*反酸*恶心*呕吐*口臭
2

种消化

道症状#其总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
''&$G

#而无症状者为

''&/G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

%

%&%2

&#并采用各消化道

疾病的
0

种情况之间相同方法分析各消化道症状的
0

种情况#

结果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

%

%&%2

&)

见表
'

)

?&A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饮食习惯偏好关系
!

在饮食习惯

偏好因素分析中#相关因素分析分为两个量级!,不常吃$喝&-

,常吃$喝&-进行对照比较#结果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是否常吃腌

制品*常生吃食物*常吃素食*常吃肉类*常吃大蒜*常吃甜食*

$2(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常吃烧烤食品*常喝咖啡*常喝茶无相关性$

!

%

%&%2

&)见 表
0

)

表
$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一般情况的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阳性数$

%

& 感染率$

G

&

5S

$

(2GC(

&

!

1

!

性别
$&%)$

$

%&/)%

"

$&'%/

&

%&'%2 %&2/$

!

男
$'%) 0'' ''&1

!

女
220 $($ '0&2

!

合计
$/)% )10 ''&2

年龄组
0&0$$ %&'2'

!

1%

"

1(

岁
$$- '/ '1&2

对照

!

'%

"

'(

岁
''$ $$% ''&1 $&%'2

$

%&))%

"

$&)11

&

%&%11 %&//1

!

0%

"

0(

岁
2(0 1$/ ')&- $&1%2

$

%&-($

"

$&/'-

&

%&-2) %&'/2

!

2%

"

2(

岁
2/( $/' '$&$ %&('-

$

%&)$'

"

$&0''

&

%&%(% %&-)0

!

)%

岁及以上
11( -2 '1&/ $&%$1

$

%&)1(

"

$&)1(

&

%&%%' %&(2(

民族
%&%%1 %&()'

!

少数民族
'1' $%/ ''&0

对照

!

汉族
$2'- 2$) ''&) %&((0

$

%&--$

"

$&1/1

&

常住地
%&2'1 %&-)-

!

城市市区
$)'/ 20- ''&0

对照

!

城乡结合部"小城镇
$/( )0 ''&( $&%1$

$

%&-0'

"

$&0%0

&

%&%$- %&/(-

!

农村
'' $' '(&0 $&1()

$

%&)0%

"

1&)1)

&

%&21' %&0-%

从事职业
$'&(-$ %&%21

!

餐饮业
$- ( 21&( %&0)'

$

%&$-2

"

$&111

&

1&21/ %&$$1

!

医务工作者
-( '' 0$&/ %&-1)

$

%&00-

"

$&$-(

&

$&)/2 %&$(0

!

教育工作者
)) 12 '-&( %&/20

$

%&2%1

"

$&02'

&

%&''( %&2)%

!

个体工商户
$'2 22 0%&- %&-20

$

%&2$1

"

$&$1%

&

$&(0$ %&$)0

!

离退休
(1 '' '2&( %&('$

$

%&2/0

"

$&0/'

&

%&%($ %&-)'

!

公务员
)%/ $-( 1(&0 $&10/

$

%&()2

"

$&)$'

&

1&/22 %&%($

!

企业白领
'/0 $1) '1&/ $&%))

$

%&/%1

"

$&0$-

&

%&$(0 %&))%

!

其他
0-( $)0 '0&1

对照

学历
0&$'$ %&10/

!

初中及以下
$0' 22 '/&2

对照

!

高中或中专
1%/ -/ '-&2 %&()%

$

%&)$(

"

$&0//

&

%&%'' %&/22

!

本科或大专
$$10 '-$ ''&% %&-//

$

%&22%

"

$&$1(

&

$&)($ %&$('

!

研究生
'/2 $1% '$&1 %&-12

$

%&0/)

"

$&%/$

&

1&2%' %&$$0

家庭$经济&人均月收入
$%&'2$ %&%$)

M

!

小于
$%%%

元
2' $( '2&/

对照

!

$%%%

"

1(((

元
1(0 $$2 '(&$ $&$2%

$

%&)1)

"

1&$$1

&

%&1%1 %&)2'

!

'%%%

"

0(((

元
21/ $($ ')&1 $&%$0

$

%&2)'

"

$&/1-

&

%&%%1 %&()'

!

2%%%

元及以上
(/2 1(( '%&0 %&-/%

$

%&0'/

"

$&'(%

&

%&-$0 %&'(/

婚姻状况
1&$/' %&2'2

!

未婚
/- 1( ''&2

对照

!

已婚
$-2% 2/0 ''&0 $&%%1

$

%&)'0

"

$&2/1

&

%&%%% %&((0

!

离异
$$ 2 02&2 $&))-

$

%&0)(

"

2&(11

&

%&)'' %&01)

!

丧偶
$1 ) 2%&% 1&%%%

$

%&2('

"

)&-0(

&

$&1/1 %&12/

家庭共同生活人数
$&1/1 %&-''

!

独居
)/ 1) '/&1

对照

!

1

"

'

人
$'22 02/ ''&/ %&/12

$

%&0((

"

$&')1

&

%&2)- %&02$

!

0

"

2

人
')% $$0 '$&- %&-0(

$

%&0'-

"

$&1/$

&

$&$1$ %&1(%

!

2

人以上
-- 1) ''&/ %&/10

$

%&0$-

"

$&)12

&

%&'$0 %&2-)

12(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1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生活情况&习惯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阳性数$

%

& 感染率$

G

&

5S

$

(2GC(

&

!

1

!

工作生活或学习压力
1&00) %&1(0

M

!

压力不大
/-) 1-/ '$&-

对照

!

压力比较大
/2/ '%1 '2&1 $&$)%

$

%&(2-

"

$&01-

&

1&''2 %&$1)

!

压力很大
$1) 00 '0&( $&$2%

$

%&--(

"

$&-$%

&

%&2$' %&0-0

近一年作息规律
$&)(- %&01/

!

很有规律
)21 11% ''&-

对照

!

比较规律
(10 '%% '1&2 %&(0%

$

%&-)'

"

$&$)/

&

%&1/$ %&2()

!

没有规律
1/0 $%0 ')&) $&$'%

$

%&/0/

"

$&2$/

&

%&-10 %&'(2

饭前洗手习惯
2&')% %&$20

!

没有
1' $1 21&1

对照

!

偶尔
$-0 )1 '2&) %&2%%

$

%&1$1

"

$&1$-

&

1&'-% %&$10

!

常常
)-2 1$' '$&) %&01%

$

%&$/0

"

%&(-'

&

0&'1( %&%'-

!

每次都洗手
(// ''- '0&$ %&0-%

$

%&1%-

"

$&%/-

&

'&102 %&%-1

便后洗手习惯
%&/)) %&/'0

!

没有
11 / ')&0

对照

!

偶尔
/' 1/ ''&- %&/(%

$

%&''0

"

1&'-2

&

%&%2' %&/$-

!

常常
)'$ 1%' '1&1 %&/'%

$

%&'0'

"

1&%$%

&

%&$-$ %&)-(

!

每次都洗手
$$10 '/2 '0&' %&($%

$

%&'-(

"

1&$(1

&

%&%0' %&/')

主要使用的厕所类型
%&1-( %&/-%

!

冲水式
$221 2$- ''&'

对照

!

传统免冲式
$%- '/ '2&2 $&$%%

$

%&-'1

"

$&))$

&

%&1$/ %&)0$

!

冲水式和传统免冲式
1%$ )( '0&' $&%0)

$

%&-)/

"

$&01)

&

%&%/' %&--0

日常交通工具情况
$%&)'0 %&%$0

!

步行或骑车$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为主
0)1 $-1 '-&1

对照

!

乘车$公交车*班车*地铁*出租车&为主
0(( $2) '$&' %&-)%

$

%&2/0

"

%&(()

&

'&(-0 %&%0)

!

自驾车为主
)0' 11/ '2&2 %&(1%

$

%&-$(

"

$&$/%

&

%&01' %&2$2

!

混合型
12) )/ 1)&) %&2(%

$

%&01-

"

%&/')

&

(&%/( %&%%'

采用餐具情况
%&%/( %&-))

!

共用餐具
$-%( 2-2 ''&) %&(0%

$

%&))0

"

$&'2$

&

!

不确定
$2$ 0( '1&0

对照

每天吃饭次数*时间是否规律
%&)(- %&-%)

!

每天
'

次#按时规律
$21% 2$% ''&)

对照

!

每天
'

次#但时间不规律
12' // '0&/ $&%2%

$

%&-(/

"

$&'(-

&

%&$0- %&-%1

!

每天
1

次或多于
'

次
/- 1) 1(&( %&/0%

$

%&21-

"

$&'21

&

%&0(/ %&0/%

刷牙情况
%&(0/ %&/$0

!

很少或不规律
2) 1% '2&- %&-2%

$

%&'-2

"

$&2%%

&

%&))0 %&0$2

!

每天
$

次
'%2 $%0 '0&$ %&/%%

$

%&0(2

"

$&'$$

&

%&-)% %&'/'

!

每天
1

次
$'(- 0-% ''&) %&/1%

$

%&21(

"

$&1-)

&

%&-)) %&'/1

!

每次餐后刷牙
$%1 '% 1(&0

对照

饮用水源
)&0$- %&%/(

!

自来水
$/2 -- 0$&) %&01%

$

%&$$1

"

$&2/%

&

$&-'2 %&$//

!

桶装水*瓶装水
$2(2 21$ '1&- %&)$%

$

%&$)(

"

1&12-

&

%&2)2

!

井水*河水*湖水
$' ' 1'&$

对照

!

混合型
)- 1' '0&' $&-0%

$

%&0')

"

)&()'

&

%&2'$

吸烟情况
1&)() %&)$%

!

不吸烟也很少被动吸烟
/0- 1/' ''&0

对照

!

不吸烟但常常被动吸烟
'-2 $'1 '2&1 $&%/%

$

%&/'/

"

$&'(/

&

%&'-% %&20'

!

每天平均
$%

支以下
$-% )' '-&$ $&$-%

$

%&/''

"

$&)2'

&

%&/'( %&')%

!

每天平均
$%

"

1%

支
')- $$) '$&) %&(1%

$

%&-%(

"

$&$(-

&

%&'-/ %&2'(

!

每天平均
1$

支以上
$%$ '% 1(&- %&/0%

$

%&2'-

"

$&'1$

&

%&2)$ %&020

饮酒情况
$%&/%/ %&%1(

!

从不饮酒
22) $-$ '%&/

对照

'2(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续表
1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生活情况&习惯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阳性数$

%

& 感染率$

G

&

5S

$

(2GC(

&

!

1

!

!

偶尔饮酒
$$2) 0%( '2&0 $&1'

$

%&(('

"

$&2'$

&

'&2/2 %&%2/

!

平均每天
2%

U

以下
2/ 10 0$&0 $&/2

$

%&($0

"

1&-)1

&

1&-'2 %&%(/

!

平均每天
2%

"

$2%

U

)1 $2 10&1 %&-$

$

%&'($

"

$&'1%

&

$&$01 %&1/2

!

平均每天
$2%

U

以上
1/ 2 $-&( %&0/

$

%&$/'

"

$&'%(

&

1&$%) %&$0-

是否密切接触动物$禽畜类或野生动物&

1&22$ %&0))

!

没有或很少
$2)' 2'' '0&$

对照

!

因养宠物而经常接触
12) -( '%&( %&/)

$

%&)0(

"

$&$0-

&

$&%'2 %&'%(

!

因饲养禽类而经常接触
1( - 10&$ %&)$

$

%&1)$

"

$&00(

&

$&1)$ %&1)$

!

因其他原因而经常接触
$1 2 0$&- $&'/

$

%&0')

"

0&'-%

&

$&'0$ %&10-

表
'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及家人既往或现有消化疾病或症状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阳性数$

%

& 感染率$

G

&

5S

$

(2GC(

&

!

1

!

总体消化疾病
%&('2

$

%&-))

"

$&$01

&

%&0'2 %&2$%

!

无消化病
$$)0 '(- '0&$

!

有消化病
)() 11- '1&)

慢性胃炎
'&-2$ %&1(%

!

无
$'01 0)% '0&'

对照

!

本人有
0$0 $') '1&( %&('/

$

%&-01

"

$&$/2

&

%&1/- %&2(1

!

家人有
/2 12 1(&0 %&-((

$

%&0(0

"

$&1($

&

%&/0' %&'2/

!

均有
$( ' $2&/ %&')%

$

%&$%0

"

$&10%

&

1&/2' %&%($

胃溃疡
1&0-) %&1(%

!

无
$-%/ 2)2 ''&$

对照

!

本人有
$%( 00 0%&0 $&')(

$

%&(11

"

1&%'0

&

1&001 %&$$/

!

家人有
0' $2 '0&( $&%/0

$

%&2-0

"

1&%02

&

%&%)1 %&/%0

十二指肠溃疡
$&000 %&0/)

!

无
$-0( 2/$ ''&1

对照

!

本人有
($ '2 '/&2 $&12)

$

%&/$0

"

$&('(

&

$&%)/ %&'%1

!

家人有
1% / 0%&% $&'0%

$

%&202

"

'&1(-

&

%&0%( %&211

胃部肿瘤
1&-'( %&1'-

!

无
$/00 )11 ''&-

对照

!

本人有
( $ $$&$ %&10)

$

%&%'$

"

$&()/

&

%&$'/

!

家人有
- $ $0&' %&'1-

$

%&%'(

"

1&-1)

&

%&0'2

反流性食道炎
%&'/) %&/%-

!

无
$-/2 2(/ ''&2

对照

!

本人有
)- 10 ')&( $&%$/

$

%&)))

"

$&/0'

&

%&$2) %&)('

!

家人有
/ 1 12&% %&))1

$

%&$''

"

'&1//

&

%&-1)

总体消化道症状
%&()/

$

%&-('

"

$&$/1

&

%&$%1 %&-0/

!

无消化病症状
$$-- '(/ ''&/

!

有消化病症状
)/' 11) ''&$

腹胀腹痛
%&-2% %&/-1

!

无
$0%/ 0-( '0&%

对照

!

本人有
0%- $'1 '1&0 %&('$

$

%&-')

"

$&$-/

&

%&'2) %&22$

!

家人有
'2 $% 1/&) %&--)

$

%&'-%

"

$&)1(

&

%&02' %&2%$

!

均有
$% ' '%&% %&/'$

$

%&1$0

"

'&11(

&

$&%%%

反酸
'&0)/ %&'10

!

无
$21- 2%1 '1&(

对照

!

本人有
'$- $$- ')&( $&$(0

$

%&(1(

"

$&2'-

&

$&($2 %&$))

!

家人有
$% 1 1%&% %&2$%

$

%&$%/

"

1&0$'

&

%&2$'

02(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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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及家人既往或现有消化疾病或症状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阳性数$

%

& 感染率$

G

&

5S

$

(2GC(

&

!

1

!

!

均有
) ' 2%&% 1&%0%

$

%&0$$

"

$%&$21

&

%&0%1

恶心
1&((2 %&'2$

!

无
$-$2 2-1 ''&0

对照

!

本人有
$'( 2% ')&% %&$1'

$

%&-/'

"

$&)$%

&

%&2-2

!

家人有
' % % %&((-

$

%&((0

"

$&%%%

&

%&222

!

均有
' 1 ))&- '&((%

$

%&')1

"

00&$)-

&

%&1)%

呕吐
2&))$ %&/%%

!

无
$-2( 2/0 ''&1

对照

!

本人有
() '( 0%&) $&''-

$

%&(%2

"

1&%(0

&

1&12% %&$'0

!

家人有
0 % % %&((-

$

%&(('

"

$&%%%

&

%&'%(

!

均有
$ $ $%%&% $&%%1

$

%&((/

"

$&%%2

&

%&''1

口臭
%&2$- %&('/

!

无
$)// 2)( ''&-

对照

!

本人有
$)' 2' '1&2 %&(0/

$

%&)-1

"

$&''2

&

%&%(2 %&-(2

!

家人有
0 $ 12&% %&)2)

$

%&%)/

"

)&'$)

&

$&%%%

!

均有
2 $ 1%&% %&0(1

$

%&%22

"

0&0%(

&

%&))(

表
0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饮食习惯偏好的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

阳性数

$

%

&

感染率

$

G

&

5S

$

(2GC(

&

!

1

!

腌制品
%&%%) %&(0%

!

不常吃
$1$$ 0%- ''&)

对照

!

常吃
)0( 1$- ''&0 %&((1

$

%&/$$

"

$&1$0

&

生吃食品
%&%%$ %&(-)

!

不常吃
$)0' 22$ ''&2

对照

!

常吃
1$- -' ''&) $&%%%

$

%&-02

"

$&'2)

&

辛辣食品
$&%/0 %&1(/

!

不常吃
/() 1(% '1&0

对照

!

常吃
()0 ''0 '0&) $&$%/

$

%&($0

"

$&'0'

&

素食
%&)10 %&01(

!

不常吃
$'/' 0-$ '0&$

对照

!

常吃
0-- $2' '1&$ %&($0

$

%&-'1

"

$&$01

&

肉类
$&/2- %&$-'

!

不常吃
$1)0 0'- '0&)

对照

!

常吃
2() $/- '$&0 %&/)2

$

%&-%'

"

$&%))

&

大蒜
%&/%$ %&'-$

!

不常吃
$')1 0)2 '0&$

对照

!

常吃
0(/ $2( '$&( %&(%2

$

%&-1-

"

$&$1)

&

甜食
%&%($ %&-)'

!

不常吃
$0$- 0-/ ''&-

对照

!

常吃
00' $0) ''&% %&())

$

%&--%

"

$&1$$

&

烧烤食品
$&$%0 %&'$0

!

不常吃
$)10 2'/ ''&$

对照

!

常吃
1') /) ')&0 $&$2-

$

%&/-$

"

$&2'/

&

咖啡
%&0/2 %&0/)

!

不常喝
$)-' 22- ''&'

对照

续表
0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人饮食习惯偏好的关系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

%

&

阳性数

$

%

&

感染率

$

G

&

5S

$

(2GC(

&

!

1

!

!

常喝
$/- )- '2&/ $&$$(

$

%&/$)

"

$&2'0

&

茶
$&2)2 %&1$$

!

不常喝
/%% 1/$ '2&$

对照

!

常喝
$%)% '0' '1&0 %&//0

$

%&-1/

"

$&%-'

&

?&D

!

幽门螺杆菌感染多因素分析
!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结果中

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变量纳入多因素非条件
J"

U

#+P#D

回归

分析#结果家庭$经济&人均月收入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呈负相

关$

"

KF%&$)0

#

N$&=K/&1($

#

5SK%&/0/

#

!K%&%%0

#

(2GC(

为
%&-2(

"

%&(0(

&)

@

!

讨
!!

论

!!

幽门螺杆菌全球自然人群的感染率超
2%G

#但各地的幽

门螺杆菌感染率在不同人群*不同人种*不同国家及地区之间

不尽相同'

0.2

(

)国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较高的国家'

).-

(

)最近的调查结果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
0%G

"

(%G

#平均
2(G

'

-

(

)

本研究显示#云南高原地区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为
''&2G

#低于我国自然人群感染率平均水平#这可能与本

调查人群为健康体检人群#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好*卫生及健康

意识相对较高以及部分接受过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有关)但比

较同处于西南地区低海较拔的成都$平均海拔
2%%

米&的同类

调查'

/

(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明显较高#其原因除了前述可能因

素外#是否还有高原环境因素的影响呢2 即高原地区长期处于

低氧环境中#势必对胃肠黏膜产生不良影响#从而更易导致幽

门螺杆菌在胃黏膜的定植从而引起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增加'

(

(

)

这有待今后更多的资料和研究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明确)男*女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分别是
''&1G

*

'0&2G

#男女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这与国内有关报道一致)在幽门螺杆菌

感染率与年龄关系的分析中#有报道发现年龄每增加
$

岁幽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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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菌检出率上升
$G

"

1G

)本研究人群调查显示#不同年

龄段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无随年龄变化趋势#各年龄段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成年阶段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

均处在于同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仅
0%

"

0(

岁幽门螺杆菌感

染率相对较高)这提示对该年龄段的人群高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的状况要特别予以重视#是防控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重点

对象)

本调查比较了不同常住地$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小城

镇*农村&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显示环境因素对幽门螺杆菌易

感无影响#与以往的报道不一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比较#

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差异#与国内研究结论有差异'

$%

(

#考虑为本

研究对象中少数民族数量较少仅占
$-&0G

#且他们大部分已

离开原民族聚居地*生活条件*民族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等都有

所改变有关)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从事职业*受教育水平*婚姻

状况*家庭共同生活人数等因素无关#这与国内的相关调查研

究提示幽门螺杆菌感染呈现明显的人群或家庭的集聚现象存

在差异#考虑可能是该院健康体检人群和健康管理对象的社会

经济条件较好及健康意识相对较强的影响)本研究显示#幽门

螺杆菌感染与日常交通工具情况有关#采用混合型的幽门螺杆

菌感染率最低为
1)&)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K(&%/(

#

!K

%&%%'

&)考虑通常情况下采用日常交通工具可间接提示其经

济状况#相对大众化的步行或骑车$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为

主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最高#为
'-&1G

)而本研究中另一项

即经济状况以家庭$经济&人均月收入越高#幽门螺杆菌感染率

越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1

K$%&'2$

#

!K%&%$)

&#多因素

非条件
J"

U

#+P#D

回归分析提示家庭$经济&人均月收入与幽门

螺杆菌感染呈负相关)也更加明确社会经济状况对幽门螺杆

菌感染的影响#这与国内外的研究一致)

根据已有大量研究结果#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十二指肠疾

病密切相关#大多数幽门螺杆菌感染可引起上消化道症状)本

研究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个体及家庭成员有无消化系统疾

病或症状无关#这可能与高原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

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有关)此情况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是否

患高血压*糖尿病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关)烟酒史中#吸烟对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无影响#饮酒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未见增加

并有出现总趋势饮酒者日饮酒量越大#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反而

下降#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其原因可能是摄入胃

内的乙醇对幽门螺杆菌有直接的杀灭作用#而且日饮酒量大导

致胃内的微环境改变也不利于幽门螺杆菌的定植和生存)但

多因素非条件
J"

U

#+P#D

回归分析未发现相关性)

幽门螺杆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粪
.

口*口
.

口*胃
.

口*胃
.

胃

及医生诊疗仪器的传播*母婴胎盘传播等方式#现还有一些证

据表明饮用水可能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传播途径或者传染

源'

$$.$1

(

)如幽门螺杆菌污染水源可在水中存活较长时间#部

分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饮用水源不同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也不

同)但本研究不同水源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未见相关关系)

本研究调查对象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与是否密切接触动物$禽畜

类或野生动物&无相关性)一般认为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可减

少幽门螺杆菌感染)本研究则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饭前是

否有洗手习惯*便后是否有洗手习惯*主要使用的厕所类型*是

否分餐*刷牙情况无相关性)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饮食和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如生食污

染$粪便施肥&的水果蔬菜可能传播幽门螺杆菌致感染#但本研

究饮食偏好习惯中#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是否常吃腌制品*喜欢

生吃食物*爱吃素食*爱吃肉类*爱吃大蒜*喜吃甜食*爱吃烧烤

食品*爱喝咖啡*爱饮茶无相关性$

!

%

%&%2

&)另外#幽门螺杆

菌的感染与人们的心理压力*生活习惯因素有关#但本研究中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与个体的工作生活或学习压力*近一年的作

息是否规律*每天吃饭的顿数及时间是否规律无明显相关关系

$

!

%

%&%2

&)

总之#本研究初步探讨了在云南高原地区成人健康体检人

群中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与

家庭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他因素如饮水*饮食*个体及

家庭成员有无消化系统疾病或症状等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无关#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研究对象并非自

然人群#也存在不可避免的信息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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